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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 办 通 知

赤峰市委组织部：

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 15 督导组将于 10 月底左右到

我区开展“回头看”。为切实抓好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我

们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中央扫黑除恶第

15 督导组第一阶段督导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》（内党办发电

〔2019〕12 号）、《关于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整改问

题清单所列问题的整改方案》（白头〔2019〕—4）、《中央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整改方案》（内党办发电〔2019〕16

号）要求和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下沉工作组形成的各盟

市督导报告，就涉及你市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，现反馈你们，

并提出如下要求。

一、关于 2018 年换届后审查出不符合条件的嘎查村“两

委”成员清理和补充问题

你市共审查出不符合条件的嘎查村“两委”成员 209 人，已

清理 200 人，同步补齐配强 172 人，有 9 人未清理、28 人未

补齐。请你市按照以下要求抓好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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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加快清理补齐进度。对尚未清理或未补齐的 37 人，按

照整改要求，务必于 9 月 30 日前全部清理，并通过上级选派、

组织任命、依法补选等措施，及时补齐配强。

2. 及时跟进案件进展。对与自治区公安厅联审核查出的正

在立案审查人员，要指定专人定期跟踪案件进展，对最终宣判

确定的不符合任职条件的嘎查村干部及时清理并补齐配强。

3. 强化部门沟通协调。要加大与纪委监委、公检法等部门

沟通协调力度，对新发生的受到刑事处罚、在扫黑除恶专项斗

争中打击处理的涉黑涉恶和存在“村霸”等问题的嘎查村干部，

要立即纳入清理范围，持续净化基层政治生态。

4. 压实部门联审机制。除上述原因外，未按要求做实做细

旗县（市、区）联审机制，再次发现不符合条件的嘎查村干部

的，将追究相关联审部门和责任人责任。

二、关于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反馈的涉及组织部

门整改的有关问题

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中央扫黑

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反馈意见的三个《整改方案》和中央扫黑

除恶专项斗争下沉组反馈你市的督导报告，经梳理，督导组对

全区反馈的问题涉及你市的整改任务共性的有 15 条、个性的

有 4 条（详见附件 1），下沉组对你市反馈问题有 5 条（详见

附件 2）。请你市按照以下要求抓好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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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加强组织领导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认清工作形势，

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印

发的三个《整改方案》和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沉组反馈你

市的督导报告，进一步梳理问题，结合实际制定整改方案，提

出整改措施，明确责任单位、具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限，做到立

行立改、真抓实改、跟踪督办，逐项对账销号。

2. 压实工作责任。坚持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组织部长要履行

好直接责任人职责，分管副部长承担具体责任人职责，进一步

充实工作力量，完善工作措施，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，强化

部门协调配合，确保各项任务整改落实到位。对整改工作重视

不够、进展缓慢、落实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将严肃罪责

问责。

3. 强化跟踪问效。对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实行半月调度，请

认真对照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的《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

导组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》（部办字﹝2019﹞7 号）要求，

每月 10 日、25 日前将整改工作进展情况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

进展情况统计汇总表（附件 3）、嘎查村“两委”成员联审情况

进度表（附件 4），及时报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。

附件：1.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对全区反馈问题清

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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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2.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对赤峰市反馈问题

清单

3.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统计汇总表

4.嘎查村“两委”成员联审情况进度表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6 日

附件 1

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
对全区反馈问题清单

一、共性问题

（一）组织部门牵头任务

1.有的地方、部门领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

中央决策部署不深不透不到位。

2.有些部门扫黑除恶责任意识不强，主动担当不够。

3.有的线索主动摸排不够有力，线索核查质效不高。

4.去年换届时，通过“两联审”共取消 2743名候选人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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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初“回头看”中，又审查出 505名不宜担任现职的嘎查村

“两委”成员。

5.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不彻底。

（二）组织部门参与任务

1.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严峻性、复杂性认

识不足，推动力度不大。

2.“一案三查”不同步。

3.扫黑除恶与基层“拍蝇”结合不够紧。截至 6 月 1 日，全

自治区公安机关收到涉及“村霸”和把持基层政权黑恶势力线索

分别占线索总量的 22.2%和 11.9%，但各盟市旗县查处的情

况与之形成较大反差。

4.一些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，扫黑除恶不主动。

5.不少群众反映嘎查村”两委”干部敲诈勒索村民、侵占集

体土地。

6. 全 区 1.1 万个 嘎 查 村 ，集体收入低于 5 万元的占

52%，低于 1万元的有 704 个。

7.总部设在美国、以日本人和韩国人为主的邪教组织“耶

和华见证人”在一些农牧区渗透活动比较活跃，去年以来全区

排查出 55名日韩外籍传教人员。

8.不少扫黑办力量不足，权威不高，协调不畅。

9.对下指导工作不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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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政法队伍建设问题比较突出。

二、个性问题

1.近期，赤峰又新发现一批人不宜担任嘎查村“两委”成员。

2.赤峰市涉黑主犯康中，先后担任四任村委会主任，镇党

委认为其能力强，无视他横行乡里的种种劣迹，仍于 2018 年

村“两委”换届时支持其继续参选。

3. 全 区 1.1 万个 嘎 查 村 ，集体收入低于 5 万元的占

52%，低于 1万元的有 704 个。赤峰等地问题较为突出。

4.赤峰市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以下的占 56%，有 118 个

嘎查村集体收入在 1万元以下。在克什克腾旗，草牧场的出租

出售、资源补偿及对口帮扶资金成为嘎查村集体经济主要来源，

占比达 77.1%，集体经营占比仅为 8.8%，对“输血式”帮扶过

于依赖，“造血式”发展动力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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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组
对赤峰市反馈问题清单

1.在嘎查村“两委”换届人选把关方面标准执行不严格。

2018 年换届时,赤峰市借势借力整顿换届秩序,但是在换届候

选人资格审查中,仍有一些基层工作人员认为“十不宜”与法律法

规有冲突,损害了部分参选人的被选举权,筛查底气不足,导致把

关不严不实,清理不彻底。第一轮审掉不符合条件候选人 4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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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,但开展“回头看”第二轮联审时 ,又审出受过刑事处罚人员

120 人和不适宜担任现职的 6 人。目前,正在开展的第三轮联

审,又排查出近期受过刑事处罚人员 12 人,正在进行清理。

2.个别乡镇党委“抓乡促村”办法不多、对村干部管理措施

不硬。比如,督导组深入敖汉旗古鲁板蒿镇康家营子村走访调

查发现,康中涉黑案主犯康中自 2009 年直到 2018 年 10 月案

发,先后担任四届村委会主任。康中曾向镇党委书记表态说:“书

记,您指到哪,我打到哪,百分之百完成任务。”镇党委欣赏其工

作热情高,“是个有能力的人”,忽视了他横行乡里、欺压群众、

敲诈勒索、控制选举(采取软暴力、吃请收买等手段)的种种劣

迹,仍于 2018 年村两委换届时支持其继续作为候选人参选。直

到公安部门立案查处其涉黑涉恶问题后, 镇党委才进行反思整

改。

3.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不细不实、验收把关不严格。虽然

每年都按照不低于 5％的比例倒排软弱涣散嘎查村党组织进行

整顿转化,但由于市县两级缺乏对验收标准的统一要求,大部分

嘎查村的转化验收主要靠苏木乡镇党委自行组织开展 ,造成为

按期交账对验收把关不严的现象。一些村党组织经整顿后勉强

脱离“软弱涣散”之列,但转化效果不明显、工作基础不扎实,随

时都有“旧病复发、再添新伤”的可能。比如,松山区太平地镇党

委 2018 年对北波罗胡同村的转化验收,整顿转化成效考核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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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,缺乏针对性,整顿成效停留在加大培训、实行考勤等工作

措施上。比如,红山区西城街道党委对新地村的整顿方案,只针

对受刑事处罚的村干部问题简单列举了整改条目,没有明确强

化组织、建强班子、落实保障等具体整顿措施,目标任务和方

法步骤也不清晰,可操作性不强。

4.部分嘎查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,缺少为民办事的能力和

底气,“两委”班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足。一些嘎查村

“两委”干部对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热情不高,带领党员群众

发展集体经济方面的动力不足,存在求稳怕乱,不想发展、不敢

发展的问题,“等、靠、要”思想比较严重。从总体情况看,全市

2059 个嘎查村中,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以下的还有 1153 个,

占比达到 56％,特别是还有 118 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１

万元以下,集体经济收入水平还比较低,还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,

一些嘎查村集体经济刚起步,带动效应不明显,可持续经营性收

入少,集体经济随时有再次“归零”的可能。从收入来源看,对“输

血式”帮扶过于依赖,“造血式”发展动力不足。比如,在克什克腾

旗,荒山、草牧场的出租出售、资源补偿及对口帮扶资金成为

嘎查村集体经济主要来源,占比达 77.1％;固定资产、专业合作

社、土地流转等集体经营占比仅为 8.8％,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

嘎查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。

5.嘎查村干部队伍储备工作欠账较大。全市嘎查村干部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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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素质整体偏低,虽然 2018 年嘎查村“两委”换届时出台优惠政

策,公开吸引优秀人才到村任职,但引进人才数量仅占到嘎查村

干部总数的 3％多一点。


